
□尔冬

【新闻背景】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近
日表示，广东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
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
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2014
年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12月5日
新华网）

一向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因试点官
员财产公示再次受到舆论关注与肯定。其
实，类似的事情并不鲜见，浙江慈溪、湖南浏
阳、宁夏银川等地都曾有过官员财产公示的
尝试。但其中不少地方虎头蛇尾、人走政
息，现实情况使此类尝试不了了之。

作好官员财产公示，最重要的是下定决
心，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制定时间表，推
动公示工作全面公开。假如公开不公开，公
开到什么程度全凭“自觉”、讲“大概”，其效
果必定大打折扣。

另外，想让官员财产公开工作发挥切实
作用，要在监督方面多下功夫。一要有严格
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调查、审查、核实，让

“都无异议”的情况少一些，再少一些；二要
有完善的内部统计、考核机制，以确保财产
公开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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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官员财产公示
要决心更要监督

河
洛
观
潮

︵
栏
目
主
持︓
尚
龙
︶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 眼下看来，肯德基
“速成鸡”事件并未画上句号。前日，
山西省农业厅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肉鸡45天出栏属正常，产品合格。但
记者在河北承德、秦皇岛，山东昌邑等
地持续多日的实地调查发现，肯德基
所用原料45天“速成白羽鸡”，多个环
节暴露出安全隐患。（12月6日《每日
经济新闻》）

这又是一个令人万分纠结的问题：
面对 45 天“速成白羽鸡”的质量安全悬
疑，你究竟是相信官方结论还是相信记者
暗访？一方面，4日晚，山西省农业厅正式
对外公布“速成鸡”检测结果，称其符合
农业部相关公告关于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标准的规定；另一方面，是
不少养鸡户的说法：“检验？啥都不用，
公司来直接拉走得了。（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公司直接给你开了，不抽检。”

这些天，专家依然在为我们普及“45

天是常识”的道理，恨不能拿国外的鸡肉
演示一下速成的流程。当养殖企业传出

“饲料甚至可以毒死苍蝇”等绯闻的时
候，公众不得不问：这“速成鸡”究竟有没
有因为产期短而成为激素与药物的化合
物？万一吃了有问题的“速成鸡”，人类
的免疫系统扛得住吗？

对这些问题，地方质监部门的回答
是“NO”。事实上，即便抛开“异地检
测”的基本要求不谈，这样的答案，经过
日益理性的群众与舆论监督的拷问，越
来越显得有点心虚：

第一，据说在农业部第 236 号公告
中，一共有12种相关残留的检测要求，
其中涉及鸡的有8种，但山西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的此次检测只对4种代谢物残
留和氯霉素残留进行了检测。为何不对
另外几种进行检测？

第二，山西农业厅表示，硝酸银是一
种实验室化学试剂，调查核实，相关企业
从未使用过。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规定，硝酸银是受公安部门管制

的化学物品。既然从未使用，那么，企业
为何采购？采购的具体用途是什么？

第三，从“速成鸡”的生长环境看，一
只鸡的45天生命周期中，“超过3天必须
用药”，而且用药“种类上百种”之多，用
养殖户的话说，“健康啥啊健康？都是用
药催的”“安全性，怎么说呢？但市场上
速 成 的 肉 食 鸡 ，基 本 都 是 这 个 类 型
的”——这样的“速成鸡”，果真在安全性
上毋庸置疑？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不少地方检
疫站已经重蹈“健美猪”中守门人的覆
辙：给钱，开票，走人。监管如此“大而无
当”，谁敢断言“速成鸡”的安全？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便真有什么问
题，这样的鸡肉，每天吃一口，也吃不死
人，就像白酒里的塑化剂、奶粉里的三聚
氰胺，是“适度无害”的。累积的健康与
安全风险，却又是切实存在的。也许故
事还有待“下回分解”，也许媒体见闻只
是沧海一粟，但眼下谁能给我们一个“速
成鸡”的权威真相呢？

谁能给我们一个
“速成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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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用主义教育其实不“实用”？

对话人：Tim 3年前，因为对道家
学说着迷，大学主修哲学的美国人Tim
来到老子生活了大半生的地方——洛
阳，成为河南科技大学的一名外教。让
他意外的是，他的不少学生对老子、孔
子等古代思想家及其学说都不太了解，
对传统文化也鲜有兴趣。（见4日本报
A13版报道）

本报新闻观察员洛谭昨日来到
Tim家里，就学子们该如何认识和学习
传统文化和他进行了对话。

洛谭：从奥数到英语，从钢琴到舞
蹈，中国的学生打小就学了不少东西，
但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

Tim：是的。在我看来，中国学生的
学习动机过于功利，对于不能直接变成

“钱”的知识是不感兴趣的。我在课堂
上常跟学生聊起老子、庄子，学生们却
说“Oh, it's a waste of time（这是

在浪费时间）”。
洛谭：也许你并不清楚，他们的压

力很大，毕业后要面临很多现实问题，
熟读《道德经》未必有熟读英语书管用。

Tim：我尽管非常理解，但还是心
痛。或许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不能对他
们找工作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能提升
他们的精神层次和生活品质。

洛谭：美国向来是一个最务实的国
家，实用主义的思潮就是在美国的土壤
里生长起来的。

Tim：美国变得物质和现实，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我们逐渐发现，
丰厚的物质并不能保障心灵幸福。现
在的美国人开始关注艺术、宗教等。

洛谭：作为一名外籍教师，你觉得
中美教育有什么不同？

Tim：美国的历史很短，所以我们
研究的大多是希腊、英国甚至德国的
著作。就高中来说，美国的教育不比
中国高明，美国的老师们会引导学生
了解一些经典著作，但学生对这些并
不感兴趣，他们更喜欢电脑游戏、电影
和音乐。美国高中向学生推荐的书
目，很多是政府希望学生读的，学生会
觉得很枯燥。美国的大学要好很多，
大学生们可以进行充实而深入的学
习。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可
能做得还不够。

洛谭：你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
特点？

Tim：对学生质疑精神和创新精神

的培养似乎不够。为活跃气氛，我曾在
课堂上号召大家反对、驳斥我的观点，
但遗憾的是没人站出来。中式教育给
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功利化。有一点我
不太明白，许多老师、学生、家长都喜欢

“有用的东西”，令我诧异的是，教育动
机是追求现实，却没有采用相应的教育
方式。我感觉，不少学校的教育与现实
脱节很厉害。我看过中国的英语教材
和试题，坦白说，很多题目我都搞不清
楚，学校教的很多东西是生活中用不到
的，真正能用到的，学校却不教。

洛谭：学生们终将成长为社会的中
坚力量。作为中国学生的老师，你认
为多年后他们和美国的同龄人，谁会
更出色？

Tim：这很难说，放在大环境下讲，
中国的进步速度是全世界公认的。谁也
没想到中国会在经历了数次文化断裂之
后，今天仍如此强大。美国现在的问题
其实很多，许多政策都在扼杀国家的创
新精神，这对孩子们的发展当然很不利。

□尔冬

【新闻背景】“2012年 12月 21日（冬
至），地球将会有连续3天的黑夜。”近日，
这个流言在民间不断“发酵”。12月4日，
四川成都和隆昌等地部分人抢购蜡烛、火
柴，造成白蜡烛脱销。（见今日本报B01版
报道）

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地球之所
以有昼夜变化，是自转加上公转产生的。
我们没生活在南极、北极，不可能出现连续3
天黑夜的情况。但这个流言的时间点很有
趣的——12月21日，冬至，还是所谓的“世界
末日”前一天。这种滑稽的流言本不值得一
驳，但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它能在部分地区
引起抢购蜡烛的风潮——要真是黑了那么
一天两天，咱用电灯不行吗？

曾记否，日本核泄漏阴影下抢购食盐风
潮过后，很多人看着屯在家里的大包食盐长
吁短叹，后悔不迭。跟着谣言跑，听风就是
雨的事情，咱真是不能再干了。当然，让科
学素养普及更多人，职能部门及早介入遏制
谣言传播，乃至揪出居心叵测的传谣者，都
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盐还没吃完
又来抢蜡烛了？

本期统筹：陈曦
联系电话：13526946841

本版由孙钦良工作室主办 ■电子信箱：lywbpl@163.com
■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
cn）点击“网站投稿”
■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晚报·河
洛评谭》版

投
稿
方
式

（资料图片）

Tim


